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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考試所想到的
       

  文│劉朝暉

一、為甚麼而考試 ?

在“權威人士”（老師們往往自詡為

“權威”）看來，考試自然就是為了“考倒”

學生，“叫你不認真學習！”、“你也想

過關？”——這絕對是對立的做法，不可

取。師生應該是“一體”的，是合作共進

的關係。考試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檢驗教師的教學是否有較好的效

果。即考試首先不是考學生，而是考我們

的老師！不是為難學生——你這水準也想

讀大學？而是通過考試反思自己的教學多

大程度上達成了教學目標，是否給學生的

成長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幫助。

二是檢驗學生的能力與素養是否達

到教育預設的要求（在澳門主要是基本學

力要求）。注意，絕對不是考查學生死記

硬背的能力。優秀試卷應該讓學生通過試

卷發現自己的不足，明確今後努力的方

向，在完成試卷時“腦洞大開”，有全新

的發現！嚴師出高徒，作為“我”的學生

就應該能夠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創造性

地解決問題，這應該成為我們每一位老師

的自信。要如此，平時的教學就應該側重

於學生能力與素養的培養，而不是告訴學

生——“這個必考，你必須背下來”。

三是通過考試促進學生學得更深入。

既然是考試，學生在考前就應該認真準備，

進行有效的複習或練習。那種“複習沒有

用，書本上的不會考”的觀點是錯誤且極

具危害的！學習不是為了應付考試，但複

習本身就是另一種學習，是鞏固的環節，

正如孔子所言，“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當然，凡事過猶不及，我們提倡的是“適

度複習”與“適當練習”，反對“過度複習”

和“題海戰術”。

二、學生必須打好甚麼樣的基礎 ?

有老師表示，不要學生背記，不築牢

基礎，後果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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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對基礎的擔心是對的，因為萬

丈高樓平地起！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但

是把背記作為學生必須具備的基礎卻是犯

了“方向性”的錯誤。

對於學生應該具備甚麼樣的基礎，

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認為，

良好的學習習慣、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樂學精神、愛好閱讀、善於提問、創新意

識、關心社會與生活、樂於交流、樂善好

施……這些有益於學生長遠發展的東西

才是學生應該奠定牢固的基礎。就學科而

言，以前強調學科能力，如今強調學科核

心素養，這些才是學生需要築牢的基礎。

因為核心素養就是學生應具備的，能夠適

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必備品格

和關鍵能力。

我們的課堂教學如果僅僅滿足於劃

出重點和考試範圍，要求學生花大力氣背

下來！然後考試就考這些，那是不是很枯

燥？這些東西對學生的一輩子真有幫助？

如果沒有幫助，那就是一種負擔！用手機

上網一搜就有答案的東西，有必要記？有

利於學生創新思維的發展嗎？學生記不住

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孤立的記憶不僅是一

件很難的事，更是毫無意義的事情，是浪

費時間或糟蹋生命，與其死記硬背，不如

學以致用！我們必須牢記的一點是，照本

宣科無法形成知識的超連結。

從布魯姆的教學目標層次劃分看，

識記、理解、應用都屬於“低階技能”，

分析、綜合、創造才屬於“高階技能”。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教學如果僅僅停留

於低階技能，那是永遠也無法培養出高級

人才的。所以，從一開始，就應該努力探

尋培養學生的高階技能。

學習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是依託已有

知識的自主學習，通過師生之間、生生之

間的對話、討論、展示、交流的合作與探

究過程，是改變原有認知結構、重構新的

知識體系的過程。絕對不能搞成“考前背

背、考中默寫、考後拋一邊”的“灌輸式”

教學。

三、教師為甚麼要改變 ?

我們身處一個變化的世界，因此也必

須適時作出改變。教師的改變尤為重要，

因為這是專業的使然。我們的專業是服務

於學生的健康成長，一切應以更好地服務

於學生的發展為最終考量。其實，這種改

變對我們老師自身的生命狀態的完善益處

也很明顯，如果從第一節課開始，我們就

始終採取一種方法，那麼，作為“人類靈

魂的工程師”的教師就會淪為“無心人”，

我們活着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從我們服

務的學校來看，當然也是學校發展的要

求！幾十年一成不變的教學將令學校的發

展成為泡影。目前，澳門的很多學校提出

了發展的新規劃，對教師的要求自然也會

“水漲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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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該如何改變 ?

其一，需要我們的觀念緊跟時代的腳

步，甚至要超前一步。守株待兔、刻舟求

劍的故事都對拒絕改變、教條主義、抱殘

守缺等行為給出了正確的態度——嘲諷。

寓言故事的作者從內心深處，期待人們要

懂得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身

處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如果“想法”還

停留在“過去的時代”，結果注定會被新

時代無情地拋棄！教師要牢固樹立新課改

理念，以地理學科為例，從能力培養角度

來看，學生如果能夠知道從圖文中提取資

訊，調用知識解決問題（不是默寫填空就

完事），能準確表達，懂得客觀評價，就

非常成功了；從學科核心素養角度看，教

學、考試應落實到對人地協調觀、區域認

知、綜合思維和地理實踐力這四大學科核

心素養上來。

其二，我們可能習慣於某種行為模式

而不自覺，這就需要我們經常反思，讓自

己的觀念更符合時代的要求。學生可能因

為記不住而“被逼”對學習失去興趣，同

時，枯燥的背誦，會讓學生感覺學習無意

義，從而失去興趣這位自我成長中最好的

導師。這需要我們基於保護學生學習興趣

這一出發點，用學生身邊的案例、引入最

新的重大新聞，創設好學習情境，設計好

教學活動，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相

信只要持續努力，終能功到自然成。

其三，我們無法給予別人自己沒有的

東西，這就需要教師勤奮學習，以便能夠

達到“自如地給學生一杯水”而自己有滿

滿“一桶水”的狀況，如果能夠帶領學生

去“掘一口泉”那更是“功德無量”的美德。

五、改變的力量來自何方 ?

小草的力量是巨大的，才得以破土而

出；這種力量來自自身的內在渴求。這啟

示我們，一切都可以從自身找到原因，即

外界難以改變我們，除非我們自己是樂意

被改變，接受改變。

我們都知道，如果學生是“要我學”

的狀態，那是比較糟糕的情形，大抵不會

有多大出息。反之，如果是“我要學”的

狀態，結果自然會大不相同。對教師來說，

其實也完全適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要有所發展，同樣需要這種主動

精神。深圳奇跡就是最好的注腳。那麼，

我們需要自我確認一下，我下定決心要來

個徹底改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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